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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纳香内酷的细胞毒作用和电镜下的

细胞死亡情况

结构式如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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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烯庚酸内酪 )为一个有生物活性的苯乙烯毗喃酮

衍生物
。

曾从多种哥纳香属植物中分得
。

此化今物具

有较强的致胚胎毒和致畸作用
,

并在盐水虾和 9 K B

细胞系试验中呈强力的细胞毒作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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纤维细胞进行了细胞毒活性的测定
,

并在扫描和透

射电镜下观察了细胞死亡的情况
。

细胞毒试验结果表明哥纳香内醋对所有上述各

细胞系都显较高的毒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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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细胞生长较慢的静止条件下
,

细

胞毒性较低
,

可见其对分裂生长中的细胞毒性较大
。

用扫描和透射电镜观察细胞死亡情况
,

大体
.

上

可见线粒体基质呈肿胀的絮凝稠密状
,

这是细胞死

亡的最初现象
。

还可见细胞核肿胀
,

沿核膜染色质呈

不规则的聚集和线粒体膜破裂
。

这种细胞坏死过程

中产生的膜不连续性
,

增加了膜的渗透性
,

最终使细

胞膜完全崩溃
。

这是膜活性物质破坏级胞膜所共有

的特性
,

也说明哥纳香内醋细胞毒性的作用机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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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柠檬苦素类化合物的结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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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芍和白芍商品药材的比较研究

从株树得印株素型细胞毒

柠檬苦素类化合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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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们的结构是通过光谱确定的
。

这 5 个柠檬苦素类

化合物对小鼠淋巴细胞白血病 (P 3B : )的细胞毒活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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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毛蓑科芍药属植物
,

其根为传统的中药

材
,

前者具有清热
、

活血化挤功效
;
而后者具有补血

、

镇痛等作用
。

现已从中分到 8 种有效成分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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贰
。

从不同产地采集的药材有效成分含量相差很大
,

因此对各种市售药材进行比较研究就极为重要
。

作

者从台湾不同药店收集了 37 种药材
,

经生药鉴定分

为白芍和赤芍两个品种
,

并用 H PI
,

C 法测定上述 8

种有效成分的含量
。

取芍药根粗粉 1
.

0 9 ,

用 50 % 乙醇 (7 m L )重复

提取
,

离心 3 次
,

合并提取液
,

过滤
,

加入内标液二轻

肉桂酸 5 m L
,

并稀释至 50 m L
。

取 20 拌L 进行 H P L c

测定 ( l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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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显示
,

白芍药材中有效成分含量均高千赤

芍
,

在所有药材中生物活性成分芍药贰的含量是最

高的 ( 白芍 中 占 总 量 的 54 % ~ 65 % ; 赤 芍 中 占

72 % )
。

白芍根无论有无外皮
,

A F /O P F > 1( 去皮根

平均为 4
.

59 ;有皮根平均 4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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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有皮赤芍根中

A F / O P F < 1 (平均 0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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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但白芍药材 (有或无根皮 )

中苯甲酸含量极低
,

一般也不能检出丹皮酚
,

与赤芍

药材有明显特征性差异
。

白芍药材中除苯甲酸和白


